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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呈现文学评论的传承与接力
《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两辑20卷出版

本报讯 （记 者许旸 ） 上 下 两 辑

《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 日前首发，
每辑十人， 共计 20 卷， 由江苏省作家

协会、 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推出。 这

套文丛串起了具有学术血脉联系的多位

评论家作品， 系统呈现了现当代文学批

评传统的传承与接力。
文丛第一辑收入陈瘦竹、 吴奔星、

叶子铭、 许志英、 曾华鹏、 陈辽、 范伯

群、 董健、 叶橹、 黄毓璜十人， 他们是

共和国文学批评界的先驱者和开拓者。
这批学人大多成名于 1950 年代， 并在

1980 年代进入厚积薄发的学术巅峰期，
奠定了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和范

式， 参与了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格局的建

构。 其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姑苏

文化名家范伯群前不久去世， 引发业界

缅怀，他的文丛完整留存了其学术轨迹，
为文学批评史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第二辑收入丁帆、 朱晓进、 王尧、
王彬彬 、 吴俊 、 费振钟 、 汪政 、 丁 晓

原、 季进、 何平十人的文学批评文章，
他们是当前文学批评界的佼佼者， 在评

论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
此套文丛保留文章公开发表或出版

时的原始面貌， 较为完整细致地呈现了

批评家学术精进的内在轨迹。 在业内看

来， 《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 的问

世 ， 系统彰显了几代批评家的 学 术 成

就， 为还原当代文学现场、 推进现当代

文学学科的史料建设保留了详实记录。
丛书以自选集方式编选， 入选文章

主要是与现当代文学思潮 、 流 派 、 作

家、 作品等有关的批评和研究。 考虑到

有的批评家已去世， 或身体欠佳难以胜

任编辑工作 ， 吴奔星 、 陈瘦竹 、 叶 子

铭、 曾华鹏、 陈辽、 黄毓璜等人的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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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成立文化志愿服务联盟
本报讯 （记者李婷）在上海市公

共文化服务工作协调小组的牵头下，
上海文化志愿服务联盟日前在中华艺

术宫举行成立仪式。 上海京剧院演员

王珮瑜、 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主

持人金炜、 青年作曲家龚天鹏等特邀

担任联盟首批文化志愿者形象大使。
近年来， 沪上文化界开展形式多

样的志愿服务，不少市、区、街镇文化设

施都活跃着文化志愿者的身影。据透露，
上海文化志愿服务联盟成立后， 将更好

地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营造

浓郁的城市文化氛围。与此同时，加强文

化志愿队伍能力建设， 吸纳更多有识之

士、有才之士加入志愿者队伍，提供更多

的知识类、技能类、体验类、创意类志愿

服务，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更具亲和力、专
业度的服务体验。此外，积极探索文化志

愿者的注册管理、信息发布、招募培训等

工作规范与标准。
据悉， 联盟首批成员单位包括上海

文化志愿者服务总队、 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日常巡查志愿服务总队、SMG 名优新

主持人志愿服务总队、 文艺志愿服务总

队、上图志愿者服务基地、上博志愿者

服务基地、 中华艺术宫志愿者服务基

地、上海科技馆志愿者服务基地、一大

会址志愿者服务基地、 鲁迅纪念馆志

愿者服务基地、 世博会博物馆志愿者

服务基地、 刘海粟美术馆志愿者服务

基地、 中福会少年宫志愿者服务基地

等 13 家机构。

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全面升级
新华发行集团携手意大利博洛尼亚展览集团合办

本报讯 （记者许旸） 中国上海国际童

书展全面升级了。 日前， 记者从上海市新

闻出版局获悉， 上海新华发行集团与意大

利博洛尼亚展览集团签约， 从 2018 年起，
双方共同投资成立的合资公司负责运营管

理上海国际童书展。
此前， 2013 年至 2017 年的五届上海

国际童书展由励展博览集团独家管理运

营。 在业内看来， 与博洛尼亚展览集团合

作， 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上海国际童书展的

国际资源集聚力 ， 丰富国际童书版权 交

易 品 种 、 集 聚 国 际 儿 童 创 意 产 品 品 牌 、
深化国际童书出版领域的专业交流 。 双

方还将推动上海国际童书展与博洛尼亚

童书展形成充分的互补关系 ， 使每年秋

天举办的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与每年 3 月

举办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成为上

下半年欧亚布局 、 全球瞩目 的 两 个 专 业

童书大展。
据悉， 第六届中国上海国际童书

展将于今年 11 月在上海世博展览馆

举行 ， 同 期 举 办 主 题 论 坛 、 版 贸 洽

谈、 新书发布、 作品研讨等专业交流

活动和青少年阅读推广活动。 “陈伯

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等品牌活动依然

是童书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 国 上 海 国 际 童 书 展 创 始 于

2013 年 ， 是目前亚太地区唯一专注

于 0-16 岁少儿群体， 展示推介图书

和文化创意、 教育类产品的国际性展

会平台。 过去几年， 上海国际童书展

围绕 “与世界和未来在一起” 主题，
始终坚持国际化、 专业化、 品质化的

办展理念， 为我国出版业 “走出去”
“引进来” 搭建了信息、 产品和版权

交流交易平台。

文化

市民用自己的群文表演迎新
百姓创作百姓演，“宝山星舞台”打造群文新品牌

舞台上，百姓“民星”你方唱罢我

登台；舞台下，观众看得尽兴，连连赞

叹“群众文艺真精彩”。 日前，“宝山星

舞台” 优秀节目展评展演活动 “星对

决”总决赛在宝山区文化馆举行，沪上

市民用自己的群文表演迎接新年。
据悉， “宝山星舞台” 由文艺爱

好 者 们 自 发 报 名 参 赛 ， 自 从 创 办 以

来， 以 “百姓创作百姓演、 百姓欣赏

百姓评” 为宗旨， 充分激活 “百姓创

造” “百姓热情”， 深受宝山百姓乃至

全 市 文 艺 爱 好 者 们 的 喜 爱 。 如 今 ，
“宝山星舞台” 已成为优秀群文作品的

孵化平台， 参与的百姓与参评节目保

持年均50%的递增量。
以今年为例， 经过第一轮 “星秀

场”海选赛的层层筛选，共有 551 个节

目进入到第二轮“星力量”复赛阶段选

拔。 又经过 6 天 8 场的激烈角逐，35
个优秀节目脱颖而出， 来到了最后一

轮“星对决”总决赛的舞台，争夺“星光

璀璨”奖和“明日之星”奖。

据透露， 今年的参赛选手年龄跨度

大，上至 73 岁老人，下至 6 岁幼儿。参赛

节目也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比如，参赛

者中年龄最大的老先生， 在复赛中以一

曲《老司机》征服了评委和观众，成功晋

级决赛。生活中的他就是一名司机，他用

歌声真切地演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还

有一位参赛选手，是一位昆曲爱好者，谷
好好来作讲座时她也曾上台互动演唱。
这次她报名参赛，演唱的却是京剧，事实

上她还会唱越剧，是一位“全能型”戏

曲爱好者。
今 年 总 决 赛 的 评 委 阵 容 也 很 强

大———除了三位专业评委，还有 15 名

来自各行各业的大众评审， 他们中有

医生、公司主管、软件工程师、银行职

员 ，也有专业的音乐人士 ，可 谓 高 手

如云。 记者在现场看到， 一个个精心

排练的节目陆续登场，台下的观众也

看得开心不已，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

掌声。 家住庙行的杨阿姨告诉记者，
她身边有不少邻居、熟人参与这个活

动， 这是百姓在用自己的文化活动庆

祝元旦。
从 “宝 山 大 剧 荟 ”到 “宝 山 市 民

艺 术 修 身 导 赏 计 划 ”，再 到 “宝 山 星

舞 台 ”……近年来 ，宝山用文化的精

气神带动区域的转型发展，使“文艺之

花”处处绽放。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宝山区文

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宝山星舞台”
这个群文新品牌已经在市民心中埋下

了文艺种子， 希望明年能在这个平台

上涌现出更多百姓“民星”。

中国电影要超车，2018年是第一个弯道
中国电影“大国效应”已形成市场张力与引力，但影片内容仍需提升核心竞争力

随着所有时区都迈入 2018 年，去
年全球电影市场的总成绩单揭晓。 不

妨对比着来看：2017 年， 中国电影总

票房超 559 亿元， 全球票房同样创下

历史新高，为 399 亿美元；中国电影总

票房同比增长了 13.45%，全球票房较

2016 年上升了 3%；去年有 16.2 亿人

次中国观众走进影院， 北美地区的观

影人次已降至 27 年最低点。
数据再次证明： 中国电影的大国

效应初显，且有底气弯道超车。但硬币

的另一面是， 中国电影市场不止于做

世界电影发展的重要引擎， 更应当首

先是中国电影提升质量的赛道； 中国

电影弯道超车倚仗的不仅仅是张力和

引力， 更需要属于中国电影自身的核

心竞争力。第一个弯道能否把握，2018
年新上映的国产片里可辨一二。

电影与观众在一起，创
作者不应是生活的旁观者

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有个观点，
未来十年是中国电影超越好莱坞的最

好机会，因为好莱坞正被资本捆绑着，
尾大不掉。 “好莱坞的这批制片人，他
们把决定权交给了背后的银行家、投

资金融家，金融资本只看财报，所以这

些年好莱坞不停地拍续作、 拍超级大

片，把‘投资安全’摆在首位，这是真正的

危险。”在他看来，中国电影要借机赶超，
很可观的一股力量来自现实、 来自本土

文化，“电影与观众在一起， 创作者不是

生活的旁观者。 ”
2017 年，《战狼 2》 的最大意义不在

于它第一次把国产影片带到了 50 亿元

级别的平台，而是它形成了“全民电影”
概念。 一部电影能在中国获得 1.6 亿观

影人次，除了合适的档期、合格的艺术水

准之外， 脱胎于真实事件的现实主义创

作手法、点燃爱国情的核心价值观取向，
才是根本。

样本在前，2018 年春节，改编自“也

门撤侨”事件的《红海行动》即将上映。该
片由执掌《湄公河行动》的林超贤导演，
张译、张涵予等人出演，讲述中国海军蛟

龙突击队在执行撤侨任务时遭遇的重重

挑战。无论是配方还是阵容，这部新片都

不输于吴京的作品， 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在于春节档同期竞争的诸多对手。
“50 亿元+”可遇不可求 ，值得欣喜

的是，弯道超车的机遇期里，不仅大片在

聚焦时代主流， 许多中小成本影片也试

图真诚地关心社会、关爱他人。 譬如创作

始终离不开家乡山西的贾樟柯，此番他的

作品从山西大同出发，借一对恋人的眼观

察沿途人间景象。 令人眼前一亮的是，除
了他铁打的女主角赵涛之外，廖凡、冯小

刚、徐峥等人亦有出演。 又譬如开心麻花

团队，在度过“中年情感焦虑”和“跨过性

别握手言和”之后，该团队今年讲述富起

来的困惑，当“钱花不完”成为烦恼，能否

把“烧钱”这件俗事讲得鞭辟入里，将是

喜剧能够承载的最大意义。 此外，《心迷

宫》导演忻玉坤的新作《暴裂无声》、黄渤

与蔡尚君合作的《冰之下》、周冬雨与张

猛携手的《阳台上》等，都将从不同视角

注视着真实的人的精神世界。

让故事回归故事本身，让
故事闪烁思想与创新的光芒

现实有着千般风情， 而对故事的需

求是人类天性。 2017 年，有业内人士为

中国电影把脉，“讲故事的能力不足”。具
体表现在： 有的虎头蛇尾； 有的前后矛

盾；有的暴露出从文学到戏剧、从戏剧到

电影的基本功缺陷； 有的抛开了故事本

体，而把主观意愿、情绪化表达、意象性

拼接误作为故事。
2018 年，中国电影会有几个好故事

留在公众的记忆里？关键是，故事能否回

归故事本身， 故事能否闪烁思想与创新

的光芒。
下周就要上映的《无问西东》应该是

今年第一个被高度关注却也存有疑虑的

故事。 该片片名取自清华大学校歌中的

一句歌词“立德立言，无问西东”，意指德

行东西融会贯通，环顾四周，舍我其谁的

豪情。 论其备受关注又被怀疑的矛盾属

性，全因该片杀青距今已五年有余，颇为

神秘，影片里的章子怡、张震、黄晓明等

人都还是当年模样；另一方面，这是近年

来国产片里少有的故事———以一所高校

的几代学子来折射历史的风云变幻，年

代跨越了 20 世纪初期、抗日战争时期以

及当代中国。
相比起来， 今年还有几位故事的讲

述者一直被观众信任着。不出意外的话，
姜文的《侠隐》、徐克的《狄仁杰之四大天

王》、徐浩峰的《刀背藏身》都将在今年与

观众见面。三部新片有异曲同工之处，它
们都在导演个人的安全地带里。 《侠隐》
是姜文“北洋三部曲”的最终篇章，前两

部《让子弹飞》《一步之遥》都引发了市场

的轰动效应， 第三部照例是乱世与各色

人马交汇。 《刀背藏身》仍旧贴着徐浩峰

式人文武侠的印记。 《狄仁杰之四大天

王》则是该系列的第三部，狄仁杰这个家

喻户晓的国产老牌神探将继续成为徐克

挥洒想象力的载体。

庞大复杂的工业背后，电
影的灵魂永远是人和情感

中国电影市场连年摸高， 工业体系

升级随之成为业界人士“言必及”的关键

词。 不过，只要瞧瞧每年北京、上海两大

国际电影节的影展板块便不难发现，经

典未有一刻被时光掩埋。
电影当然是高工业规格、 高技术支

撑的艺术产品， 但它更是熔铸创作者独

特思维与审美的艺术作品。去年，中国电影

的部分青年导演在官方组织下赴美国参

观。 在《阿凡达 2》的片场，詹姆斯·卡梅隆

这位所谓的“技术流”导演说：“我希望人们

遗忘技术， 就像你在电影院看到的不是银

幕而是影像一样， 一切技术的目的都是让

它本身消失不见。 ”
农历大年初一，《捉妖记 2》即将上映。

当年，前作以 24 亿元占据过中国电影票房

的高点， 它那将真人与电脑特效共冶一炉

的技术， 也一度被视为中国工业电影的一

个标杆。如今小妖王再战大银幕，观众对它

的要求一定不会满足于工业层面。用《山海

经》的意象讲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魂，才应是

此类影片的共同追求。
还有一位导演， 观众从不担心他的视

觉野心、大片调度，却着实怀念他借文学之

刀刻画人心的功力。张艺谋，在一年前交出

了《长城》后，这一回他的新片名为《影》。从
目前已知的信息里，“中国传统文化意象”，
是可以想见的；“取材于三国又不似三国”，
藏着极大的未知。

2017 年 ， 将贾大山作品改编成电影

《村戏》的导演郑大圣，曾这样提炼自己的

创作心得，“小说原作和这群民间的演员教

给我，创作者从来不是人民之外的任何人。
同其情，和其体。 我们本来就是他们”。

庞大复杂的电影工业背后， 电影的灵

魂永远是人和情感。不然，市场的数字美则

美矣，少了思想重量与诗性品格，终究无法

深入人心。

■ 当 2017 年中国银幕

数稳居世界第一 ， 中国电

影市场稳健生长 ， 大国效

应已使得这方市场成为世

界电影文化多样性的重要

载体。 2018 年， 或许就是

超车的第一个弯道

■ 弯道的风景里有市场

张 力———因 为 巨 大 的 人 口

与银幕红利 ， 中国市场逐

渐能与北美对峙 ， 如今好

莱 坞 几 大 片 厂 纷 纷 有 了

“中国策略”， 如中美合拍、
起用中国演员 、 把大片的

全球首映放在中国等 ， 都

是这股张力的注脚 。 弯道

里 也 包 括 市 场 引 力———好

莱坞之外 ， 世界其他国家

影片也都瞄着中国 ， 仅在

2017 年， 我们就在院线里

为 印 度 的 《 摔 跤 吧 ！ 爸

爸》、 西班牙的 《看不见的

客 人 》 、 泰 国 的 《天 才 枪

手》 等片先后喝彩

这些国产新片
可以关注

■ 《无问西东》 （1月12日上映）
导演：李芳芳
主演：章子怡、张震、黄晓明、王力宏

为纪念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而
拍， 讲述几代学子在不同时空里的
选择和命运。
■ 《大世界》 （1月12日上映）
导演：刘健

这是一部成人向的动画片，犀
利又独特的画风关照着社会一角。
■ 《英雄本色2018》 （1月18日上映）
导演：丁晟
主演：王凯、马天宇、王大陆

港片经典的翻拍， 兄弟情谊能
否合乎今时景、今时境，是为关键。
■ 《红海行动》 （2月16日上映）
导演：林超贤 主演：张译

如果说《战狼2》是孤胆英雄点燃
爱国情怀，那么本片就是中国海军蛟
龙突击队在海外撤侨中扬我国威。
■ 《捉妖记2》 （2月16日上映）
导演：许诚毅
主演：梁朝伟、白百何、井柏然

取意《山海经》里的小妖会讲一
个真正的东方故事吗？ 拭目以待。
■ 《唐人街探案2》 （2月16日上映）
导演：陈思诚 主演：王宝强、刘昊然

探案地点转到美国纽约， 如无
意外，“唐人街”的故事这才启幕。
■ 《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7月27日

上映）
导演：徐克
主演：赵又廷、冯绍峰、林更新

徐克擅长的领域， 武侠总是与
奇幻不分家。
■ 《西虹市首富》 （7月27日上映）
导演：闫非、彭大魔
主演：沈腾、宋芸桦

一个月花光十亿元， 这样的荒
诞喜剧能在俗事里隐藏几分真心？
■ 《侠隐》 （未定档）
导演：姜文
主演：彭于晏、金城武、李梦

“北洋三部曲”的终章，镜头对
准1936年的北平，青年侠士李天然
为寻找五年前师门血案的元凶，深
入胡同巷陌。
■ 《影》 （未定档）
导演：张艺谋 主演：邓超、孙俪

张艺谋说，这是一部“取材自三
国却不似三国”的影片。
■ 《暴裂无声》 （未定档）
导演：忻玉坤 主演：宋洋、姜武

导演的处女作《心迷宫》，是吸
引观众走进影院看他第二部作品的
最大理由。

“宝山星舞台”优秀节目展评展演活动“星对决”总决赛现场。 （主办方供图）

《无问西东》 《英雄本色2018》

《红海行动》

《唐人街探案2》《暴裂无声》


